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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立项核准的要求，由中国工程

机械工业协会归口，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业车辆分会（以下简称“工业车辆分会”）

组织制定团体标准《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技术规范》，计划号为：JH-2022-019，

计划完成时间 2023年 6 月。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①成立起草工作组：在接到该标准制定任务后，工业车辆分会组织成立了由安徽合

力股份有限公司、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的起草工作组。 

②收集资料及调研情况：2022 年 6 月，起草工作组着手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等资料，

收集到的参考资料有：GB/T 31037.1-2014 《工业起升车辆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第 1 部

分：安全》、GB/T 31037.2-2014 《工业起升车辆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第 2 部分：技术条

件》、GB/T 24549-2020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GB/T 26779-2021 《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 加氢口》、GB/T 24499-200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GB/T 24548-200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术语》、GB/T 28816-2020 《燃料电池 术语》、GB/T 41134.1-2021 

《电驱动工业车辆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第 1 部分：安全》、GB/T 41134.2-2021 《电驱动

工业车辆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第 2 部分：性能试验方法》。 

 ③形成初稿：起草工作组以收集到的相关标准资料为基础，进行了市场调研，着重

调研了燃料电池系统搭载在工业车辆上的使用工况和使用要求，对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

池发电系统、氢燃料处理系统、氧化剂处理系统及加氢口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工作

组内进行了充分讨论。结合标准基础、市场调研和专家意见，确定了本标准中工业车辆

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构成、技术参数、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内容，于 2022 年 8 月形成

了正式的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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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的原则 

——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

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本标

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广泛征求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机构以及用户等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多年来的生产实践经验，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制定标准； 

——保证标准质量，使标准能够满足当前技术条件的发展，促进产品技术水平的提

高，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并为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系统技术规范提供科学的技术依据； 

——在内容表达科学、准确的同时，力求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构成、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项目。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压缩气态氢的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3.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3.1  关于“范围”的说明（见标准第 1章）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压缩气态氢的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3.2 术语和定义（见标准第 3章） 

GB/T 2900.41《电工术语 原电池和蓄电池》、GB/T 28816《燃料电池 术语》和 GB/T 

31037.1《工业起升车辆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界定的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文件。 

3.3 技术要求 

3.3.1 根据工业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对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构成、基本参数及环境

工作条件提出了具体要求。（见标准第 4 章及 5.1） 

3.3.2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是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核心，其性能、效率及噪声等对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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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具有较大的影响，结合车辆的实际工况，对系统的启动特

性、功率输出特性、电效率、噪声等作出了要求。 （见标准的 5.2.4、 5.6、 5.7） 

3.3.3 供氢系统、辅助能量源及其相关部件是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重要系统，对保障

车辆持续的正常工作及使用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对氢压力容器、泵和

压缩机和辅助能量源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见标准的 5.2.1、5.2.2、5.2.3） 

3.3.4 考虑到加氢口应满足安全性、耐用性、可维护性以及加气枪和加气口应具有良好

的匹配性等特点，对加氢口的安装和使用提出了相关要求。（见标准的 5.4） 

3.3.5 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外壳对系统的使用安全以及工作的稳定性都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避免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外壳的强度、耐腐蚀性、隔热和绝缘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要求。（见标准的 5.5） 

3.3.6 由于氢气在常温常压下具有较高的可燃性，因此，在废气的排放过程中应特别要

注意远离热源或可能产生火花的部件，废气的排放应能够有效的避免氢气的聚集，

因此，在废气、废水的排放、气密性、氢气泄露或积聚集防护以及通风等方面提

出了相关要求。（见标准的 5.8、5.11、5.12、5.13） 

3.3.7 电气系统是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中的重要（系统）部件，直接关系到电池系统的

安全性，由于燃料电池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对系统的

保护显的尤为重要，所以在过压保护、过温保护、短路或漏电保护、静电放电、

绝缘电阻、紧急断电(断开)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见标准的 5.10、5.17） 

3.4 试验方法的说明（见本标准第 6章） 

本文件第 6章表述的是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检验方法。如试验环境条件、试验前

准备工作、目测检查、金属外壳和非金属外壳的试验、电效率试验、噪声试验、废水和

废气的排放检测、耐振动性试验、绝缘电阻试验、气密性试验、电磁兼容试验、介质绝

缘强度试验、淋雨试验和静电放电试验。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主要依据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设计、制造、使用和

检验等实践经验的基础确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负责起草单位对标准中规定的主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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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进行了试验验证。具体验证报告见附件。 

性能指标 电效率 燃料电池噪声 尾排氢气浓度 

标准要求 ≥40% （具体见标准 5.7） ≤25%LFL 

经过试验验证，表中各性能指标均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

术指标和技术要求既先进合理，又切实可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五、预期社会效益 

目前，燃料电池汽车相关标准比较齐全，已经自成体系，但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

标准体系刚刚起步。随着氢燃料电池在叉车上应用的不断增多，迫切需要研究工业车辆

用氢燃料电池标准体系，制定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相关标准，以便进一步提高氢燃料

电池工业车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增强

产品国际竞争力。 

该标准的制定，对填补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标准空白，推动氢燃料工业

车辆行业又快又好发展，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总体技术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岐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3个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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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会议培训、微信公众号解读等宣贯方式对本标准进行宣贯。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根据初稿讨论会专家意见，标准题目应与 GB/T 24548-2009《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术

语》中 3.4.2条术语保持一致，经初稿讨论会专家反复讨论，并征求有关各方意见后，

将原标准计划名称“工业车辆用氢燃料电池系统技术规范”调整为“工业车辆用氢燃料

电池动力系统技术规范”，以上变更经专家审查会审查通过。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9月 5日 


